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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继尧

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性时刻，《官渡区政府志》付梓问世了，这是官渡区历史文化进

程中的一件盛事，作为家乡人民的儿子，本志的热情读者，我谨以满腔的热情和由衷的

喜悦祝贺本志的编纂成功。

官渡区乃滇中鱼米之乡，是省、市门户，也是滇文化发源地之一，自古以来，省、

县同城。在这l 0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自然赋予了高原明珠圣景，使春城妖娆多

姿，自唐设渡口，元兴水利，在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勤劳智慧的各族人民，历数千

年的耕耘，建成了昆明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谱写了一页页光辉的历史篇章。特别是共和’

国成立48年来，全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数十年的艰苦奋斗，把一个单一

的农业区建设成一个农、工、商、科、贸一体的城市化区型，如今的官渡区，已成为

省、市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以十大商品基地为基础，以乡镇企业为龙头，大

兴第三产业、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九镇八乡人民进入小康，’金马、联盟、关上、前卫、

福海、茨坝、龙泉等乡镇的小城镇建设已星罗棋布。全区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

帜加快改革步伐，扩大对外开放，加速经济发展，正在谱写壮美的乐章。

为把官渡区历史和现状，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历史：

性飞跃记载下来，服务当代，启迪后人，官渡区政府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抓好政法

建设，弘扬祖国独有的修志传统，创修《官渡区政府志>。这部志书的特点是以行政纪

实，记载地方政府施政建设，着重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官渡区所取得的成就。此志门类

齐全，是一部贯通古今，观点正确，史料丰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文字

通俗流畅，记事略古详今，略远详近，博访遗事，广储史料，切合实用，是官渡区的第

一部政府志。它将在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为政府部门和各行各业

的广大干部提供珍贵的资治、教化的资料。

修志具有资政、教育、存史三方面的作用。望各级干部读志用志，在跨世纪的新的

征途中，借鉴经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做好人民公仆，以勤政、廉洁、高效、务实为

民的形象和作风，和全区人民一道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做出更加辉

煌的业绩。，谱写出更新更美的篇章。

<官渡区政府志》的成书，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开拓性的工作，也是一件艰苦的难

能可贵的事。六年来，编纂者们呕心呖血，四处奔走，采访查询资料，日以继夜伏案编

写，斟酌修改，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终成佳作，其精神可敬可嘉，唯资料的取舍详

略，个别史事的选材和表述尚有可推敲之处。然瑕不掩瑜，它的出版发行，妊能给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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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益的启示，将为增进地方文献作出建树，为地方政府施政决策作出贡献。此志即将

付印，受家乡父老之托，写这篇短文，以慰思乡之念，言不尽意，还望见谅。是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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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承璋

修志编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瑰宝。它志一地之兴衰．补

国史之不足，功在服务当代，惠及子孙。从古至今，代代相传。本区历史上仅有云南省

图书馆藏清道光《昆明县志》，民国28年(1939年)的《续修昆明县志》，这两部志书

均为当今提供了珍贵的文史资料。

官渡形成政区始于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的谷昌县，至今2 000多年，但

尚无专记政府职能的志。因此，编修政府志义不客辞地落在我们肩上。新修地方志是继

往开来的千秋大业，由各级地方政府主修，行政首长负责实施。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经拨乱反正，全面治理整顿，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反映。新修地方志是时代

的需要，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官渡区政府志》的出版，填补了本区历史上编史

修志的一个空白，这是本区的一件大事。

1991年，区政府几经磋商，聘请有志之士纂修《官渡区政府志》，发凡起例，三定

篇目，搜集资料300余万字，六易其稿，历岁六秋，于1997年秋成书。该志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实事求是的原则为准绳，详今略古，科学地记述和反映政府

职能的历史和现状。编排得体，按述、记、志、录、图、表、撰写，结构合理，全书

45万字，记述了官渡区境内的百年政事，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官渡区历经清

匪反霸、土改、互助合作、整风反右，社教(四清)，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乃至改革开

放以来，日新月异的发展。其间是非曲直，应兴应革，作了详略入志。《官渡区政府志》

与历代旧志有着本质的不同，它卓新脱俗地对本行政区内的人文、经济发展作了记述，

着重记载了官渡区历届政府在施政中勤求治理。勤政爱民的政绩，是全区社会主义革命

和经济建设的业绩及经验教训，是全区人民励精图治、两个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这对

资政存史，教育后人很有裨益。

《官渡区政府志》的出版，是官渡区文化建设史上的一大成果，它承上启下，鉴古

览今，展示了官渡区人民建设家园的历史和现状，在建设祖国、建设社会主义中作出的

贡献。我期望全区广大干部、群众，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从中吸取教益，为

全区的经济社会建设作出贡献。该志不仅弥补了区境内旧志之不足，也为后人续修《官

渡区政府志》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经验。

修志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难事，最难在于遴选合格的史志人才。修志

者的才、识、学、德，缺一不可，否则难以修出一部贯通古今的新方志。《官渡区政府

志》的编撰人员在纂修过程中继承了历代修志的清苦精神，查缺补漏，日以继夜，不计

一3一

／乙



官渡区政府志

个人得失。为修好一代新方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该志曾得到各有关方面的支持，提供

了宝贵的史料。

《官渡区政府志>是旧县新区的专著。它必将成为本区做好政府工作的资政之书。

鉴于历史资料残缺，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有待于后之来者，光大发扬，以志不忘，是
为每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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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历代相继，有数千年历史。常说“盛世修

志。太平编史”，唯国家和民族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繁荣昌盛，生活上富裕康乐，

才有编史修志的物质和精神基础。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领导

人多次倡导全国开展编修地方志的工作。古人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

为鉴”，江泽民总书记强调过：“修志工作是一项不容易引起重视的重要工作”，“编修社

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

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官渡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史志工

作。把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除组织编修《官渡区志》外，又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组

织编修《官渡区政府志》，分别记述官渡区施政建设的历史和现状，以利于认识官渡、

发展官渡，建设官渡。

《官渡区政府志》的编修历时6年，在区政府关心支持下，由区政府办公室组织实

施。调配段永林同志编纂成稿，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官渡区历史上的第一部政府志。

它以地方志的特殊体例和文风“详近略远”，实事求是，“述而不作”的全面记述和反映

历代政区沿革变化，区位优劣，政务政绩，利弊得失，经验教训。着重记述和反映了新

中国建立以来官渡区人民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为发展官渡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作出

的努力和成就；突出记述和反映近20年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建树。可谓是一部。资治、

存史、教化”的地情教材和宝贵资料。全志除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附录、编纂

始末和附图表外。分设5篇、18章、72节，共45万害。内容全面，资料翔实，体例完

善。文风端正，结构合理，纵横结合，主线清晰，特色突出。展现了官渡兴衰历史画

卷。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官渡区政府志》的出版发行是全区各族人民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

我希望能按党和国家对新编地方志的质量标准，全方位确保志书质量，编修出版一部精

品。以不负全区党政领导和各族人民的厚望。同时诚盼这部志书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事业中发挥“灯补日月之光”的作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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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定名《官渡区政府志》，是官渡区历届政府的政务、政绩的专志，按历史

脉络作实事求是的编纂。 ．。?
。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用历史唯物主

义观点，从宏观上真实地记载官渡区政府施政的历史和现状，为官渡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政区沿革、政务、施政、法制、人事编制、地方武装、

信访、档案、附录组成，篇下设章、节、目三个层次。 ．

四、本志从公元1840年始至1995年断限，少数章节根据述事需要，适当上溯到文

字记载或下延到1997年，以反映事物的全貌。

五、本志所用资料主要来源于省、市、区档案馆，图书馆，区属各专志，个别材料

来自口碑，所用资料经反复考证。

六、本志采用述、记、志、表、图、录体裁。图表随文并附。

七、官渡区1953年前属昆明县，1953年以后属昆明市。志书中所用的各项经济指

标数据均按1995年区辖九镇八乡的统计数据。各项中心工作进展中的有关数字，则按

当时管辖范围统计数字。

八、本志使用数据，以官渡区统计局《统计年鉴>为依据，《统计年鉴》没有的，

则直接用有关部门和文献上记载的数字。

九、本志文中。50年代”、“舳年代”系指20世纪；解放后系指1949年12月9日

昆明和平解放后；三中全会后，系指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

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后。“党和政府”系指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

十、本志行文规则，均按<<云南省志)行文要则》执行，不再赘述。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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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区位于滇之中部，是昆明市辖四区之一，东径102038’．103003 7，北纬24"54’．

25017’，面积1 025平方公里。海拔1 866．3米一2 730米。东西宽41．5公里，南北长43

公里。北邻嵩明、东接宜良，南与呈贡毗邻，西北、西南和西山区相连；与市内两城区

北、东、南犬牙交错。总人口52万，每平方公里510人，为省内人口密集区之一。

，， 官渡区系原昆明县一、二、三、四区治地及八区一部分。并辖有郊外距市区55公

里的嵩明、寻甸、富民三县界地的一块属地——哨新街。公元前109年，西汉元封二

年，置谷昌县，隶益州郡。公元223年蜀汉建兴三年，改隶建宁郡。公元308年西晋永

嘉二年，改隶晋宁郡，隋置昆州。公元618年唐武德元年废谷昌县，置益宁县，隶昆

州。公元765年唐永泰元年，南诏王于昆州建拓东城，于此设渡，故名官渡。五代后晋

天福二年(公元793年)，段氏大理国以此地置鄯阐牧，宋宝祜三年，元宪宗四年(公

元1255年)，’设立昆明千户，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改鄯州，领昆明、官渡二

县。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革州为中庆路，治昆明、并官渡人之。明洪武十五年

(公元1383年)，昆明县隶云南府治，县下又设官渡镇。清代因之，公元1899年，光绪

二十五年，废府存县，至民国初定，民国8年(公元1919年)，从昆明县内划省会驻地

为市，设云南市政公所，民国9年(1920年)政变裁撤，11年(1922年)恢复，定名

昆明市政公所，民国17年(19128年)奉令改组，市县划界，更名昆明市，城外为昆明

县。
‘

’

．， +．

。

1949年12月9日，昆明解放后，本区属昆明县一、二、三、四区，隶武定专署，

1951年元月隶昆明市。1953年7月裁昆明县并人昆明市，为市之五、六、七区，1956

年10月，经省人民委员会批准，置官渡区建制。1958年又裁龙泉区并入官渡区。
；V 区境地势为高原盆地和中、低山构成，山脉走向系梁王山余脉，呈东西走向，有大

小山峰318座。坝区约占25％，丘陵地约占75％，属金沙江水系之普渡河及珠江水系

之牛栏江两支流，有大小河流35条，总长414．8公里，河网密度0．41／-]z方公里。地处

亚热带。低纬高原季风，夏秋雨量集中=．干湿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适宜，

年均气温14．67℃，高温至31．50C，低温到一7．7℃，年均日照2 470．3小时，无霜期约

284天．年平均降雨量1 006．5毫米。经数千年劳动人民之创造，山川秀丽，物华天宝。

盘江穿南北，六河纵东西，滇海纳百川，水库御旱涝。农作物主产稻谷、玉米、薯类、

豆类、油菜等。植物资源丰富，种类繁多，经济林木有干果、水果数十种，药材类、花

卉；菌类以鸡纵、松茸、干巴菌为上品。森林多为人造林及自然生长林，针叶林占

84％，阔叶林6％，其它占10％，’矿产以深积类型为主，金属有铝土矿、赤铁矿．非金

属矿种类多，石灰岩储量丰富，磷矿岩，储量1 058万吨，褐煤储于北郊丘陵地带，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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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分布5一lO平方公里，矿厚6—10米。地质储量大于500万立方米。

境内名胜古迹，自汉代以来，佛、道教的盛行，建筑了一些造型别致的寺庙、道

观。

城北15公里，有龙泉观，始于汉代，现为黑龙潭公园，园内以“三异木”、“凸字

碑”、“珍珠泉”著称，更有趣者，清、浑二潭两水相交，清浑分明，游鱼互不越潭，为

滇中著名古祠。

距城北10公里许的鸣凤山上．有金殿一座。据文献载，始于明代万历三十年(公

元1602年)，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被搬到大理宾川鸡足山。现存金殿是清康熙十

年(公元1671年)，吴三桂重建，整座殿用纯铜铸成，约重200吨，造型精美壮观，殿

园内造有钟楼，现存明永乐钟重14吨。。 ，。

官渡古镇，建于唐广德元年(公元764年)，二年设官渡口，宋代建“法定寺”，元

建“妙湛寺”，明建孔子楼、金刚塔、关圣殿，清代建土主庙，赐书堂、魁星阁。著名

的“古渡渔灯、月映年台、螺峰叠翠、烟缭凌云、双塔交辉、滇南草坪、杏圃牧羊。坝

潭烟柳”为官渡八景。南郊滇池北部的海埂，长3公里许，由东向西直插海中，将滇池

分为内海、外海，海滨由浅渐深，可以戏水谑浪，卧波纳凉，乃天然泳池，徐霞客游记

载：“堤行湖中，南北皆水，堤界其间，与苏子堤无异。”

城东5里的瑞应山西麓有昙华寺，建于明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其前身是光禄

大夫施石桥的读书草堂，后人施泰赠草堂建寺，草堂后院有昙花一株，叶如菠萝而九

丝，花如芙蓉十二瓣，逢润年加开一瓣，故名昙花寺(俗称昙华寺)。近年来新建关上

公园、西华园别具特色。 。。 。‘
．

一

区境内农业生产历史悠久，为滇中膏腴之地，据出土文物考据，4 000年前就种稻

谷。因受封建社会的束缚和频繁的战争，至民国时期，广大的人民深受水旱、匪患、兵

灾之苦，滇池沿岸十涝九淹，军阀连年征战，财源枯竭。昆明保卫战时，国民党第八

军、二十六军，战火烧在本区，故而区境内民穷财尽，水利失修、农田荒弃、学校荒

废、集市萧条，致使农业发展缓慢。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

和合作化运动，从而使农业获得迅速发展。到了70年代后期，全区基本实现了农业机

械化和水利化。大中型拖拉机597台，小型拖拉机l 834台，排灌机l 033台。总耕地面

积261 029万亩，其中水田147 733亩，水浇地33 534亩，水浇地占旱地的29．6％。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农业结构，大

力发展多种经济，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引进良种繁育小尾寒羊，加快蔬菜、

肉、奶、蛋、畜禽、水产、水果、花卉等十大基地建设呈现了兴旺的新局面。

，官渡区手工业发展较早，自汉置县制以来，主要是五金、纺织、陶瓷、竹木制具。

民国时期，电力、机械在昆明兴起，滇越铁路通车，本区部分手工业转向机械工业，略

有发展。抗战期间，内地工厂搬滇，促进了区境的工业生产。锵放后，因注重粮食生

产，工业发展缓慢。1966年，工业总产值1 079万元，占总产值的29．15％，70。80年

代期间处于俳徊。“八五”计划期间，发展较快，经产权归属，区工业总公司直管企业

9个，乡镇企业以炼钢、铸造、建材为龙头，发展名牌产品，1995年总产值400 182万

元，是农业总产值的3．79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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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1970年以前为农村社队的副业，。文化大革命”结束，经拨乱反正，农

村社队走以副养农之路。区革委为正确引导农民发展村社经济，成立管理机构——社队

企业管理局，在政府大力扶持下，“六五”期间逐渐壮大。1984年农村体制改革后，改

称乡镇企业。区政府根据本区城乡结合优势，大胆改革，勇于实践，引进人才，变补偿

贸易为以劳代资，群众集资，多渠道办企业。树立靠政策、靠人才、靠服务，鼓励乡

办、村办、户办、联办一起上，抓好八大行业，因地制宜，形成基地，稳步发展。1990

年，新办企业2 499个，全年总收入106 657万元，利税9 236万元。1993年，区委、区

政府作出重大举措，走出国门招商引资，借首届“昆交会”之机，举办官渡区商品展销

会，分别在上海、北海、防城、黑河、瑞丽、畹町、河口设窗口，与省内外20多个市

县建立友好合作关系。1995年，企业3 989个，其中三资企业78家，全年营业总收入

128亿元，是农业总产值的32．8倍。
1。

一j交通运输、邮政电讯、建筑和商贸服务行业，均有长足发展。区境乃省会门户，古

身毒道，丝绸之路经过区境内，元、‘明驿站，清末滇越铁路，区境内设有重要站口。民

国时始兴公路。解放后党和政府励精图治，历40余年的建设。1995年全区有各类公路

196条．总长772．64公里，为解放前的9倍。每百平方公里有公路86．9公里，每万人

有公路17．3公里；九镇八乡通柏油路，水上通航180公里许。水陆交织成网，晴雨舟

车无阻，四通八达。邮政电讯，在已有的基础上，通过电缆、微波实现程控电话自动

化，扩大国际间的电话、电报、电传业务，既有利于货物的集散，又为外部投资创造了

条件；17个乡镇开通函件传真机。在公共场所、车站、码头设公用电话26处，1995年

区内开通电话4．8万门，每100人有话机4部。商业发达、-市场繁荣，1995年，全区各

类市场126个，商品零售总额26．9亿元，相当于解放初的54倍，是1985年的17．9倍，

1990年的6．25倍。全区城乡人民储蓄22．4亿元，人均储蓄4 310元。为1958年人均18

元的239倍，1990年人均911元的4．7倍。 ．

’

，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1995年全民职工工资年均5 110元，集

体职工5 588元，分别为1962年的8．5倍，为1990年2．58倍、3．18倍。农民人均收入

提高更快，‘纯收入达到2 520元，是1949年的64．6倍；是1969年的23倍；是1990年

的2．5倍。其住房和生活也大为改观，50年代是“土坯墙、泥抹光”的瓦草房，60年

代毛石墙基，砖镶门框，70年代青砖墙玻璃窗，80年代后大大改观，坝区基本实现钢

混房屋建筑，庭院式或别墅式住宅，山区大部已砖混结构，人均住房达22．4平方米，

高标准、新式样的小楼房遍城乡。自行车、手表、缝衣机、收音机已普及；电视机、电

冰箱、收录机、摩托车、洗衣机正在急剧增加，随着人民生活的提高，医学发达，人均

寿命增加，据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区平均人口寿命延长为男性70．09岁，女性73．93

岁，最高寿眷103岁。 ．

官渡区是滇文化发祥地之二。滇池地区自战国时楚庄跻入滇后，先进文化传人，经

历代帝王的经营，成为政治、文化、军事的重镇，骚人墨客云集，明清两代有较大发

展。民国时，机械工业、电力、电灯照明的兴起，逐步改变工农业。一批有识之士兴教

立学。清代前重在义学，民国时“民众学校、公立、私立”中学兴起；官渡区经解放后

历40余年的长足发展，顺利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1995年有教师进修学校、体育中学

‘一，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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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一所，三所职业高中，区一中，正筹建区二中。17所乡镇中学，119所完小，在校生

37 305A．，教职工2 961人，入学率100％；辖区内拥有中小学校266所，中小学生

50 654人，专任教师3 850人。 ，．，．’

，

科技攻关与成果应用有了新发展，自1978—1995年共获奖140项，1991年在全国

科技成果博览会上本区获奖1l项(金奖2、银奖6、优秀奖3)，在连续3年获省级“科

技先进区”的基础上，1994年获“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区)”称号。文、体卫生发展

显著，全区有文化事业机构41个，专职人员179人，城乡普遍建立了影剧院、文化馆

(站)、图书室、广播电视接收站(室)发掘整理了地方花灯、耍龙、舞狮等民间文艺。

有卫生机构484个，病床4 831张，卫生技术人员4 601人，新建区中医院，技术设备齐

全。乡镇有卫生院，村社有卫生室，农村缺药少医的局面明显改善。地方病、传染病，

发病率减少，黑热病、霍乱、痢疾等病基本绝迹。计划生育成果显著，人口自然增长率

连续三年在6．1％o以下，1985年被评为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本区有6个先进集

体受表彰)。 。
。．

．

悠久的历史为官渡大地留下了文物宝藏。有大板桥旧石器文化遗址，石虎滩新石器

文化遗址，均保护完整。瓦窑村古窑址，汉代离封碑，北宋官渡铜鼓，太和宫金殿，系

国家重点文物。金刚塔，朱德赠映空和尚诗文碑j‘永乐大钟、古墓群、咸阳王、钱沣

墓，为省级重点文物。妙湛寺、官渡土主庙、黑龙宫、文明阁、金马寺等六处为市级重

点文物。近代重要史迹有杨振鸿故居，美国空军第三招待所，谷昌坝水库。其中一些地

方已成为国内外游人来官渡观光的重点。也为开发旅游事业创造了条件。

官渡是人才辈出之地，虽县制始于汉而令长无闻，自元、明以来才有文献。明代入

官宦59人，孙继鲁敢言上谏，在狱中作《破碗集》。严清，嘉庆时右都御史，刑部、吏

部尚书，约已爱人，省事任怨。金初麟，大西军入昆明后，任中书令，后迁左都御史，

帮助李定国改革土地制度，发展农业，颇有影响。清代王思训，著有《滇乘25卷》、

《见山楼》若干卷。告老归乡后，建赐书堂，向导后进。以书法、画瘦马闻名天下的钱

沣，为官刚正不阿，敢于弹劾宠臣和坤。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孙中山同盟会

员杨振鸿(本区小街子人)回昆，组织“公学会”激发学生爱国，参加云南“重九起

义”和“反正光复”；腾越起义失败，．只身潜缅，创办《光华日报》，宣传革命斗志。民

主革命时期，中共云南省委地下交通员李凤友，年仅20岁，献身于党的革命事业，还

有著名烈士马登云、王德三、吴澄。官渡六谷村人施章乃一寒士，是本区内著名学者，

主编《云岭学报》和《新滇社>刊物。云南官渡农校校长王顺，办校有方。倡导科技，

从El本引进早稻，美国苞谷、苹果、法国蚕豆、，洋葱新品种作教学实验项目，倍受农民

称赞，还有东陆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李炽昌，著名的农艺师缪家祥，对本区的农业发展

建树颇丰，首推栽种“除虫菊”防治人畜虫害，改进农用肥料，进口肥田粉，新兴电力

抽水，改善农田灌溉。在司法上的王灿，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律系，回国后曾任过云

南督府秘书、讲武堂教官、法政学校校长、云南高等法院院长、南京最高法院推事等

职，录辑滇诗文、著作颇丰，除司法外，对文学有较深造诣。在教育、卫生上有马彪、

卢仰之，他们从事教育、卫生事业，在互助合作时期的阮自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组

织起来，爱国增产”的号召，从互助组长，合作社社长，人民公社社长，先后7次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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